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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阳能热水器“大佬”皇明“阳谋”光伏产业

 梦想做“太阳王”的黄鸣，力图在光伏应用领域开辟疆土。

 近日皇明太阳能集团（以下简称“皇明”）董事长黄鸣公开宣称，计划在未来3年建设高效光伏项目，包括年产150
兆瓦太阳能晶硅电池切片和300兆瓦封装产业化生产线。

 与国内光伏“大佬”们动辄吉瓦级的生产能力相比，150兆瓦似乎有点无关痛痒。但是皇明此番正式宣布，进军光
伏发电领域，是因为这个国内的太阳能热水器“大佬”觉得太阳能热水器市场已经空间有限，还是发现了光伏市场是
下一个蓝海？

 “150兆瓦只是开始”

 作为光伏行业的“后来者”，皇明的这一步迈的颇为谨慎。

 对于此次对外宣布的年产150兆瓦晶硅电池切片项目，皇明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、光伏项目负责人徐志
斌强调，项目一期大概会投入4亿元到5亿元。“150兆瓦的规模确实不大，但是一个桥梁，帮助打通从设计研发的前
端、到安装应用的终端所有环节。这150兆瓦只是一个开始。”

 皇明的“阳谋”还不仅如此。据了解，以太阳能热水器起家的皇明，2010年已经开始重新定位，目前已经将光热、
光伏和节能建筑三块都分开来经营。公开资料显示，2010年10月以来，皇明光电事业部在拿下西藏日喀则756盏太阳
能路灯工程之后，又先后成功中标西藏那曲、潍坊潍城区、广东湛江和寿光晨鸣、德州福利院太阳能照明工程；济南
森林公园并网光伏工程、潍坊滨海创业大厦独立光伏工程，中标金额已突破1600万元。这自然给了黄鸣极大的信心。

 不过，要从光热市场的老大交椅，转向对技术、资金要求更高，海外市场竞争已经很激烈的光伏市场，皇明首先面
对的问题就是，如何在硝烟弥漫的光伏市场杀出一条“血路”。

 据介绍，此次皇明光伏项目建的是适合终端应用的生产线，专门针对终端应用，比如适合建筑一体化的产品（BIP
V）、适合景观等灯具的双面电池、可追日的发电单元等，而不仅仅是生产组件销往国外。

 徐志斌表示，就目前光伏项目而言，由于封装这一环节直接面对市场，所以皇明未来会将封装规模做大，目标是5
年之内达到吉瓦级的规模；而电池切片再往上的上游环节目前重在探索和研发，摸清楚行业标准和关键技术，因此规
模不会太大。

 显然，皇明将重心放在了终端产品的开发与运用上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做光热产品多年的皇明，或许比尚德、天合等
市场在海外的光伏厂商更容易放低身段。

 瞄准应用

 在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看来，对于光热和光伏两个行业而言，目前国家的扶持力度不一样，
若就政策导向而言，光伏更受青睐。“相比较而言，光伏市场的前景更为广阔，所以从企业长期发展战略来说，往市
场空间更大、前景更广阔的方向走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”

 企业看中的，正是光伏行业未来巨大的市场空间。

 “目前光伏市场还是市场培育期，还有许多技术需要攻克，成本也还没有降到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范围，所以还有一
段路要走。”徐志斌强调，通过国家一系列政策扶持，目前光伏成本已经有了大幅度的降低，国内光伏市场正在启动
，对企业而言，这正是一个巨大的机会。

 2010年底，财政部、科技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国家能源局召开的联合会议，公布了首批13个光伏发电集中应用
示范区名单，并明确在2011年到2012年将因地制宜进一步扩大示范，力争2012年以后每年国内应用规模不低于1000兆
瓦，形成持续稳定、不断扩大的光伏发电应用市场。

 根据业内普遍预期，国内应用市场2011年就很可能突破1000兆瓦。“国内光伏市场启动就在眼前，平价上网也指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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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待。”徐志斌如是说。

 而随着“十二五”规划的出台，企业热情或被更大程度的点燃。据了解，在“十二五”规划的草案中，提出了到20
15年光伏装机容量达5000兆瓦的总量目标，并提出将重点推动新能源集中示范工程，其中的几个主要措施，就是建设
8个千万千瓦级的风力发电基地、100个新能源示范城市、200个左右的绿色新能源示范县、以及太阳能微电网示范区
。

 机会面前，企业蠢蠢欲动。

 “从‘十二五’规划看来，政府对光伏行业加大了扶持力度，同时光伏商业化进程也在加快。”一位太阳能热水器
领先企业营销副总直言，从企业战略布局来说，在巩固光热市场的同时，也不排除会向光伏领域“做一些探索”。

 洗牌考验

 不过作为“后来者”，企业必须面临的是光伏行业的一场“血战”。

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太阳能光伏产品制造基地，而具有1000兆瓦以上产能的企业有五六家，500兆瓦以上的
有几十家。

 目前看来，全球市场对太阳能组件的需求会因各种因素产生短期的波动。对此，天合光能公共事务副总裁杨晓忠表
示，光伏市场的竞争，不仅是产品价格的竞争，同时还是品牌、质量和服务的综合竞争。“总体来看，未来几年，一
线品牌的需求将持续，二三线品牌，特别是尚未获得认证的新企业将会受到压制。”

 对此，徐志斌也坦言压力很大，如果不能在今后跻身行业前十，就将在行业洗牌过程中面临淘汰的命运。“现在有
资金、技术、市场上很多方面的压力，需要克服很多困难，而跟国内其他光伏企业相比，我们已经落下很多，需要借
助皇明原有的品牌优势尽量往前赶。”

 面对众多企业的前赴后继，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表示，如今光伏企业具有吉瓦级以上的生产能力才
开始显现规模效应，站得住脚，而“后来者”先期在规模上不适宜做得很大。

 “因为它们跟无锡尚德、英利等大企业是无法抗衡的，因此对于中小规模的生产线和公司来说，首要的任务就是要
找出自己的市场。”孟宪淦称。

 “皇明目前在太阳能与建筑结合方面做得比较成功，建成了太阳谷、蔚来城，这种模式比较成功。而且未来‘十二
五’国家将打造100个新能源示范城市、200个左右的示范县，针对这类市场可能会有所作为。”孟宪淦如此表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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